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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留美博士吴镜漪从四川成
都华西大学引入 160 棵苹果树到洒渔镇
白鹤村李仲举家的庄园种植，此后，苹果
就在洒渔镇安家落户了。

1962年，为了推广苹果种植，白鹤村
补种了第二批苹果树，成为目前昭通树龄
最长的苹果树。

“当前，洒渔镇已成为中国西南地区
苹果种植历史最悠久，面积、产量和产值
均排名第一的镇。洒渔镇苹果种植面积
达13.1万亩，苹果年产量达42万吨，综合
产值达 28 亿元！”说起洒渔镇的苹果产

业，该镇党委书记自豪地说。
28 亿元产值的苹果产业是如何形

成的？记者走进洒渔镇，探寻其背后的
奥秘。

种植：“金果”满山香满园
2024 年 10 月，正值苹果大量上市的

季节，沿着洒渔河而上，河岸垂柳依依，田
地里苹果挂满枝头。“2001”“红将军”“红
富士”……各类品种的苹果压弯了枝条，
红彤彤的，像极了小孩子红润的笑脸。一
簇一簇的红苹果，仿佛在诉说着种植户丰
收的喜悦。从洒渔集镇出来，立马就进入
到了苹果树的海洋，就连村民的房前屋
后，都种满了苹果树。

上午 10点左右，巡龙村村民杨福春
已经在集镇的苹果交易市场将今

早采摘的550公斤苹果全部
卖完，正准备回家。他

一边把顾客挑剩下
的小果装上三

轮车，一边告

诉记者：“家里种了6亩苹果，采摘期可持
续 3 个月左右，每天都要摘 10 挑苹果来
卖，收入可达 10万元。”杨福春的脸上洋
溢着丰收的幸福。

居乐村 9 组的钱福勇正在帮助外地
客商代购苹果，这不，他已经买到了几千
公斤的苹果，工人们正在分选和包装。

钱福勇也是种植户，40 岁的他承包
了 50来亩土地种植苹果，每年收益超 30
万元。“我种了2200棵苹果树，晚熟‘红富
士’‘华硕’‘2001’等深受市场欢迎的品种
都有。最初，我对苹果种植技术一窍不
通；后来，镇上派来了技术人员指导我们
如何修剪树形、合理施肥、科学喷药。经
过多年的实践摸索，我已经全面掌握了种
植技术。通过使用有机肥、有机农药等，
实现了生产高品质果的目标，种出来的苹
果供不应求。于是，我想到了来集镇租一
个门面，帮助外地客商收购优质苹果。去
年，我收了 100 多万公斤苹果，赚取收益
10多万元。”

在我们采访期间，外地客商不断催促
钱福勇赶快帮忙代购苹果。他们对苹果
品质要求高，而钱福勇知道哪些村民的苹
果种得好。通过代购苹果，外地客商给钱
福勇每公斤0.2元的报酬。“广东、河南、湖
南、黑龙江等地的客商比较多。我每天早
上五六点就要起床，忙到夜间 12 点才能
休息。虽然很辛苦，但是收益不错，也带
动了集镇居民增收。”钱福勇笑着说。

钱福勇自己注册了抖音账号，经常分
享种植、管理苹果的经验以及苹果交易
的情况，吸引了大量粉丝，每条视频的
点击量都很高。他打开最新更新的抖
音作品，播放量已达 18.6万人次。“我
自己种的苹果都是外地客商通过抖
音了解后前来收购的，很多请我代购
的客商也是通过抖音平台找到我
的。”钱福勇说。

截至目前，洒渔镇 16.4 万亩的
土地上，苹果种植面积已达 13.1 万
亩，约占全镇国土面积的五分之
四。2 万户农户中，有 1.6 万户农户
从事苹果种植。“几乎每家每户都用
货运三轮车拉着苹果来卖，加上邻近
乡镇的果农也过来交易，洒渔镇苹果
交易市场每天的货运三轮车停留量达
3 万辆次，高峰时期甚至达到 5 万辆

次！”种植户张朝勇说道。

管护：良技良法促增收
高级农艺师秦梦正带着我们在田间

地头采访，三台村3组村民陈让忠走上前
拦住了他：“今年我的苹果摘完了，你看我
需要着手修剪一下树形吗？”秦梦赶紧制
止他：“这个季节正是果树生长高峰期，你

可别去动它！”陈让忠信服不已。“幸亏有
老秦，平时管护中有什么不懂的就向他请
教。我年纪大了，精力有限，虽然只种了
20多棵苹果树，但只要管理得当，也能收
入2万元，养老没问题。”陈让忠说道。

多年来，秦梦扎根洒渔镇，潜心研究
苹果管护，已成长为昭通市“鲲鹏计划”中
青年拔尖人才。他精心制作课件，每年在
洒渔镇及附近乡村开展专题培训40余场
次，受益果农达 3000 人次。每次他都会
给学员发放《苹果栽培管理技术秦梦论文
集》，帮助果农科学种植、科学管护。

秦梦注重推广生态化栽培技术，已
实施果园自然生草和无袋化栽培 10 万
亩。他主张增施有机肥，逐步减少化肥
和农药的使用，提升苹果品质，实现优品
优价。为了方便群众，秦梦成立了专家
工作室，组建了“苹果之家”微信群，帮助
营销大户和苹果种植户解决种植管护中
的技术问题。

2017 年，记者曾到洒渔镇采访苹果
产业，当时全镇苹果种植面积已达10.1万
亩，但苹果产量只有 25万吨，产值只有 8
亿元。跟现在的产量和产值相比，差距还
很大。华丽蜕变的背后，凝聚着农技人员
的不懈努力和辛苦付出。

2017 年，采访洒渔镇农业综合服务
中心主任季永荣时，他说：“苹果树老化现
象突出；低产果园改造任务繁重；土壤偏
碱性，需要补充有机肥，只有改良土壤才
能保证果品品质；群众疏花疏果意识不
强，高端果不多。”这次采访遇到季永荣，
他说：“现在普及了种植技术，好苹果值钱
了，群众知道怎样才能种出优质果，苹果
产值自然就增加了。”

“近年来，在病虫害生物防治、改土增
肥、修剪拉枝等技术普及上，农技专家发
挥了重要作用。经过精心管护果园，洒渔
镇的苹果种植能手都成长为‘土专家’，现
有‘金剪子’技术能手上千人，他们农闲时
会到其他乡镇和周边省、市进行技术输
出，帮助当地果农提升管护技术，每人每
天收入有300元，已形成了洒渔镇的一块
劳务品牌。”张朝勇介绍道。

销售：购销两旺带动强
又是苹果丰收年，硕果飘香。正值

“华硕”“2001”“红将军”等中熟苹果上市
的旺季，在西南最大的苹果交易市场洒渔
市场，3000多名外地客商涌入收购苹果，
从凌晨两三点钟开始交易，直到傍晚时
分，市场仍人潮涌动，一派热闹的场景。

“除了本镇的苹果，还有永丰镇、旧圃
镇、苏家院镇的，甚至鲁甸县和贵州威宁
县的苹果也有拉过来交易的，每天的交易
量可达6000吨。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
收购商都有。”秦梦说道。

来到三台村胡家湾组，昭通市昭阳区
岍美农场的杨恩磊已经从交易市场采购
了大量苹果，工人们正在挑选、装箱、打
包、发货。“每天收售苹果 1万公斤左右，
需要 30 名工人分选打包，持续时间三四
个月。”杨恩磊说道。

杨恩磊从 2015年开始从事苹果销售
工作，起初生意并没有做得这么大，也就
销售 50吨苹果左右。2016 年，他建起了
容量达 200 吨的冷库，加上与外界的接
触越来越多，他联系上了很多沿海一线
城市的连锁品牌水果店，苹果需求量越
来越大，渐渐地，每年发货量达到了 1000
吨以上。

在杨恩磊占地8亩的厂房内，记者见
到了他投资 100 万余元新购进的每天可
分选 1万公斤苹果的分选线。“客商对果
品质量要求很高，有了分选线可以实现智
能化识别果面颜色、果品重量，有利于提
升商品果的品质、提高工作效率。我们每
天大概收购苹果1万公斤，高峰时期每天
要收 4 万公斤，生产线基本能够满足需
求。”杨恩磊说道。

随着收购旺季的到来，杨恩磊的分选
线过几天就要开始投入使用了。

“现在，我们的苹果主要发往商场和
超市，这些地方要求品质必须达标，所以
我宁肯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也要购买

优质商品果。果农知道种出高品质的果
子能卖个好价钱，也就增强了种出优果的
信心，促使果农们更加注重精细化管理。
现在有了分选线，就相当于有了一双火眼
金睛，斑点、黑心、果型不达标的苹果都会
被挑选出来。”杨恩磊说。

杨恩磊销售生意的做大做强，促进了
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群众就业增
收。“每年支付工钱80万元左右，买纸箱每
年要用150万元，买网套每年要用40万元，
快递、物流费要花费80万元……”他说。

随着从事苹果销售行业的人员越来
越多，洒渔镇成立了商会，杨恩磊任会
长。“商会有 40 多个成员，搞餐饮住宿
的、种苹果的、卖苹果的、从事包装和快
递行业的都有。大家都是热心人，在做
公益事业、互通信息、组织技术培训、维
护市场秩序等方面都积极发挥作用。”杨
恩磊介绍道。

洒渔集镇上的居民张兴武在苹果交
易市场开了一家快递公司。他说，最近还
不是苹果交易最高峰的时期，但每天能往
外发送5000件苹果，到了晚熟品种“红富
士”上市的时候，每天能发上万件。“客户
基本都是从微信、抖音等平台购买苹果，
发往全国各地的都有。我在这里开快递
公司10年了，每年从5月份早熟苹果上市
就开始发货，持续到次年2月才结束。我
还招聘了13名工人，在3个村设了5个快
递点，都可对外发货。”

“一业兴，百业旺”，洒渔镇庞大的
苹果交易量带动了纸箱、网袋、快递、餐
饮、酒店、超市等行业的兴旺，镇上开饭
店、小吃店的多达数十家，大型超市有
10 来家，快递有好几十个点。此外，洒
渔集镇上还设有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
行、富滇银行、邮储银行等，方便往来客
商资金存取。

北有烟台，南有昭通；西南苹果看
昭通，昭通苹果看洒渔。据统计，2023
年，昭通苹果已实现综合产值 130 亿元，
覆盖果农 13.8 万户 52.7 万人，已成为助
力群众增收致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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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兴能带动百业旺。近年来，苹
果产业发展带给昭阳区洒渔镇居民的变
化显而易见：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留在家
乡，他们用和老一辈人完全不一样的方
式种苹果、卖苹果。年轻人不仅帮助外
地客商做代办，挣的钱甚至超过了直接
销售苹果所得，还搞起了现代电商、现代
物流。如今，他们通过线上渠道销售的
苹果，已占到市场销售总量的一半……

在洒渔集镇，占地面积 2.3 平方公
里、日均人流量达两万人以上的西南地
区最大的苹果交易集散中心，令人震
撼。这里涵盖苹果包装、仓储、物流、住
宿、餐饮、娱乐等多个行业，集商贸、服
务、休闲于一体，年生产总值突破两亿

元。截至目前，全镇电商入驻数量超过
了30家。在淘宝网、京东以及微信平台
等渠道销售苹果的经营商有500余家，
已有邮政、圆通、韵达等多家快递公司
进驻。眼下，洒渔镇农村电子商务物流
服务平台标准化建设项目已启动，快递
可发往全国各地。

有了产业作支撑，洒渔镇的发展
步入了“快车道”。总投资6000万元的
建制镇示范试点建设全面完成；总长
2.6公里的苹果产业大道成为洒渔的新
干道；建成投用的6公里果园“网红路”
成为集生产功能与休闲旅游、健身娱
乐于一体的致富路；集镇扩容、洒渔镇
沿河旅游产业开发等项目全部完成并

顺利投入使用。此外，全国农村综合
性改革试点试验项目完成投资2800万
元；大桥村2000吨气调库、巡龙村绿荫
塘农村综合治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顺
利完成；优化村庄布局、提升人居环境
的村级“四位一体”项目竣工；集水资
源保护搬迁、移民避险解困安置、易地
扶贫搬迁为一体的大桥村营盘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顺利建成投用；总长 4.6
公里的洒渔镇水碾至营盘产业道路建
设项目有序推进，现代化的苹果产业
小镇已初具规模……

苹果产业发展带给洒渔镇的变化
有目共睹，让我们期待洒渔更加美好的
明天。

一业兴带动百业旺
刘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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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洒渔镇巡龙村苹果。
图②：洒渔镇苹果分拣车间分拣出的优质苹果。

图③：昭阳区红苹果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园的苹果分拣。
图④：游客在洒渔镇巡龙村苹果园拍照。

图⑤：洒渔镇苹果分拣车间。
图⑥：洒渔镇巡龙村苹果园。


